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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
产主义战士，我党政治工作和工会工作
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
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一届、十二届中
央政治局委员，第七届、八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华全
国总工会原主席倪志福同志，因病医治
无效，于 2013 年 4 月 24 日 15 时在北京
逝世，享年 79岁。

倪志福同志 1933 年 5 月出生，上
海市人。1950 年 6 月进入上海德泰模
型工场当学徒，在上海青工政治文化
学习班学习后转入上海第四机械制造
训练班学习。1953 年 6 月到国营六一
八厂 （北京永定机械厂） 五车间当钳
工 。 1958 年 10 月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 。
1961 年 4 月至 1965 年 5 月历任国营六
一八厂工艺科、技术科工程师，在本
厂大专班学习。1965 年 5 月至 1973 年
4 月 历 任 国 营 六 一 八 厂 副 总 工 程 师 、
代总工程师、总工程师。1973 年 4 月
至 1976 年 10 月历任国营六一八厂党
委书记，北京市总工会主任，中共北
京市委书记 （当时设有第一书记）、北
京市革委会副主任。1976 年 10 月至
1988 年 10 月历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
记、上海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中共
北京市委书记 （当时设有第一书记）、
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革委会副
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书记处
第一书记、党组书记，中华全国总工
会干部学校校长，国务院机械工业委
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中共天津
市委书记、天津市警备区第一政委。
1988 年 10 月至 1993 年 10 月任中华全
国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

倪志福同志勤于思考、勇于探索，
潜心发明创造。早年在工厂工作时发明
了三尖七刃麻花钻，大大提高了钻头的
使用性能和寿命，在国内外引起重大反
响，被称为“倪志福钻头”。1959 年他
出席全国群英会，被授予“全国先进生
产者”称号。1965 年获得国家科委颁
发的“倪志福钻头”发明证书。1986
年获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颁发的金
质奖章和证书。2001 年 12 月，“倪志
福钻头”获国家专利。他还撰写了 《倪
志福钻头》、《群钻的实践与认识》、《群
钻》 等著作。作为发明创造活动的积极
实践者，他对发明创造事业始终有着特
殊的感情，为推动我国群众性发明创造
事业，提高职工队伍技术水平倾注了大
量心血。1985 年，他作为牵头人之一
发起成立了中国发明协会，1999 年 9
月担任中国发明协会会长。他还先后担
任北京理工大学董事会名誉董事长、中
国职工技协名誉会长、中华慈善总会名
誉会长等职务。

倪志福同志在北京工作期间，认
真贯彻落实中央和市委的决策部署，

充分调动广大干部、职工和工程技术
人员的积极性，推动技术革新。他领
导成立了北京市技术交流站，积极开
展 职 工 技 术 交 流 、 推 广 、 攻 关 等 工
作；组织编写了 《金属切削理论与实
践》 等技术书刊，受到广大工人和工
程技术人员的欢迎；总结了纺织系统
加 强 班 组 建 设 的 “ 两 长 五 大 员 ” 经
验 ， 把 专 业 管 理 和 群 众 管 理 结 合 起
来 ， 在 全 市 厂 矿 企 业 中 推 广 。 粉 碎

“四人帮”后，他注重抓全市各级领导
班子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注重做好
经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他紧密结合
工作实际，认真开展调查研究，以高
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推动
首都工业、科技等各项事业的发展。
在担任上海市领导职务期间，与市委
其他领导一起，坚决贯彻中央的部署
和要求，争分夺秒地开展工作，及时
粉碎了“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骨
干妄图发动武装叛乱的阴谋，团结带
领 上 海 广 大 军 民 开 展 深 入 有 力 的

“揭、批、查”斗争，有效摧毁“四人
帮”在上海的帮派体系，为迅速恢复
上海的政治、经济、社会秩序，把上
海各条战线工作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正常轨道，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担任天津市主要领导职务期间，团
结带领市委一班人，认真贯彻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精神。认真开
展整党工作，清理“三种人”，清查

“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案要案，坚持稳
定发展的方针，促进了安定团结；坚
持以改革总揽全局，积极稳妥地推进
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领域的改革，城
乡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全市国民经
济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坚持抓城
市建设，城市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
坚 持 全 心 全 意 为 人 民 服 务 的 根 本 宗
旨，尽心竭力地为群众办实事，人民
生活得到了显著改善；积极在各个领
域进行卓有成效的开创性工作，使天
津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现了崭
新的局面。

倪志福同志于 1978 年 10 月当选
为全国总工会第九届主席，并于 1983
年 10 月、1988 年 10 月连任全国总工
会第十届、十一届主席。在担任全国
总工会主席的 15 年中，他团结带领全
国总工会领导班子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勇于实践、大胆探索，把工会工
作纳入全党工作大局，坚决贯彻执行
党的基本路线和党中央指示精神，积
极有效地推动工会在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建设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并积
极推进工会改革和建设，为新时期工
会工作的发展创新了思路和格局。中
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他
积极推动恢复在“文化大革命”中陷于
瘫痪的工会组织，特别是根据邓小平

同志在中国工会九大上致词的要求，
推动各级工会加强自身建设、发挥应
有作用，团结和组织广大职工投入到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去，
使各项工作走向正轨。党的十二届三
中全会以后，他推动形成 《工会改革
的基本设想》，明确工会必须在党的领
导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立足
改革全局，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维护
职工利益结合起来，增强基层活力，
实现工会的群众化、民主化，团结广
大职工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
斗；明确提出工会“维护、建设、参
与、教育”四项社会职能，强调工会
要 努 力 为 职 工 说 话 办 事 ， 开 展 建 设

“职工之家”活动。他坚持以邓小平理
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在复杂的
国际国内形势下，努力工作，开拓进
取，为稳定大局，加快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加强职工队
伍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和精神文明建设，做了大量富有成效
的工作。为了实现工会改革目标，他
着重推动理顺两个关系：一是理顺工
会的外部关系，主要是工会与党、工
会与政府的关系，使工会在党的领导
下能够依法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二
是密切工会与职工群众的联系，以增
强基层工会活力为中心环节，改进工
会的组织制度和活动方式，防止和克
服工会的行政化倾向，实现工会的群
众化、民主化。

倪志福同志是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候
补委员，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政治局
委员。他参与了党和国家一系列重大决
策，积极参与探索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工运事业，为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
贡献。

倪志福同志 1988 年 4 月当选为第
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任
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主任委员，1993 年 3 月当选为第八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认真贯
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
领，认真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为坚
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进社
会 主 义 民 主 法 制 建 设 作 出 了 重 要 贡
献。他高度重视提高立法质量，强调
要以宪法为依据，从实际出发，以改
革 的 精 神 ， 积 极 稳 妥 地 推 进 立 法 工
作。他参与制定了公司法、合伙企业
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商业银行
法、行政诉讼法等一批重要法律，为
加快立法步伐特别是经济领域立法倾
注了大量心血。他注重法律的实施和
监督工作，亲自带队检查劳动法、台
湾 同 胞 投 资 保 护 法 、 反 不 正 当 竞 争
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
等法律的实施情况，并多次代表执法

检查组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报告，
强调必须把执法检查放到与立法工作
同等重要的位置，坚决维护宪法和法
律的权威。他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注
重调查研究，先后赴四川、湖北等地
考察三峡工程建设和库区移民安置情
况，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和建议。
他积极促进全国人大与外国议会间的
交往交流，率领全国人大代表团对泰
国、马来西亚等国进行友好访问，多
次会见外国议会代表团和国际友好人
士，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
利 益 ， 增 进 政 治 互 信 ， 加 深 人 民 友
谊，促进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发展。

倪志福同志退出领导岗位后，仍然
关注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关注国
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关心人民群众的生
活，特别是十分关注工运事业的发展，
表现出一名共产党员生命不息、奋斗不
止的崇高精神。

倪志福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届、
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十四
届、十五届中央委员，第五届、六届、
七届、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倪志福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
生，光辉的一生，为共产主义理想不懈
奋斗的一生，为党和人民无私奉献的一
生。他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决贯彻执
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
政策，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同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重大政治问题上
头脑清醒，态度明确，坚持原则，实事
求是。他党性强，顾全大局，坚持和发
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把人民利益放在
首位，谦虚谨慎，公道正派，光明磊
落。他对基层、对人民群众有深厚的感
情，以身作则，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
众中去的工作方法，长期保持和职工群
众的密切联系。他刻苦学习、勤奋工
作、善于总结，注重理论同实践相结
合，工作深入细致，重视调查研究，富
有开拓创新精神。他时刻牢记党的教
导，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清正廉洁，
对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严格。他平
易近人，作风民主，始终保持了共产党
员的政治本色，备受人们敬重。

倪志福同志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
重大损失，是工会事业的重大损失。我
们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
良作风，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
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埋头苦干，锐意进取，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努力奋斗。

倪志福同志永垂不朽！
（新华社北京 5月 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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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年 10 月，倪志福同志在北京内燃机总厂参加“群钻”操作表

演。来自 10 多个省市的数百名刀具革新能手和金属切削的能工巧匠

相聚北京，竞相传经献技。 新华社发

1978 年 10 月 12 日，倪志福同志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作题为《中国工人阶级新的伟大历史使命》的工作报告。新华社发

1994 年 12 月 27 日，倪志福同志在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

会议全体会议上作关于检查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

品质量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

执行情况的报告。 新华社发

（上接第一版）目前，飞仙关镇抢收粮食 300 余
亩，播种 60余亩，修复受损沟渠 1000多米。

芦山县农业局局长陈国强说，地震使部
分区域的农田田埂和沟渠遭到破坏，对油菜
等小春作物的适时收获影响较大，但经过近
期的救灾，农业生产已逐渐恢复正常，眼
下，农资供应充足，玉米、水稻等大春作物
也开始栽种。

记者从雅安市农业局获得的消息同样给
人希望，全市除芦山、宝兴、天全县的部分
乡镇外，农业生产都已基本恢复。“雅安小春
作物以油菜为主，大春作物以水稻和玉米为
主，我们的目标是应收尽收、满栽满插。”雅
安农业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根据重灾区的生
产需要，农业部门已及时组织调运肥料、农
药等农资，力争大灾之年能夺取丰收。

“恢复生产就是要让大家觉得
生活有盼头”

4 月 30 日，位于天全县始阳镇的天全君力
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厂房内，生产设备正常运
转。该公司副总经理樊玉红告诉记者，“这里共
4 条生产线，其中的 1 条今天开始正式生产,另

外3条生产线正在检修，不久也将恢复生产。”
“尽管地震对厂房的破坏轻微，但造成设

备中管道破裂变形、机台移位、电机受损，
总体造成的损失非常大。”樊玉红说，除了设
备损失，4 个槽的原料全部报废，损失 10 万
元，停产一天损失 21 万元。此外，公司产品
中高压化成箔在沿海地区需求量很大。“如果
不及时供货，原来的客户有可能转向其他地
方购买。”

“化成箔的生产对水、电的要求高，不仅
要水质好，还要电压稳定。”公司副总经理李
新民说，“地震造成天全 220 伏变电站受损，
供水也不能保障，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难
题。”为了早日恢复生产，公司将 3 条生产线
的部件拆卸，确保一条生产线先期复产。

“我们竭尽全力恢复生产就是要让大家觉
得生活有盼头。员工大部分是本地人，房屋
受到不同程度毁损，企业恢复生产可以给他
们带来稳定收入。”李新民说，“公司生产线
操作人员工资为 2000 多元，技术人员的工资
能到六七千元，在雅安市算是高的。”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李新民相信，越
来越多的企业将逐步恢复生产。

就在 4月 28日，广药集团宣布，将投资 3
亿元在雅安建设生产基地，这个项目的落地
将为雅安市带来大量就业机会并拉动相关产
业发展。

灾后的雅安不仅需要物资和资金，更需
要产业的振兴。雅安市经信委主任高凯告诉
记者，地震给雅安工业造成重创，恢复元气
还需艰苦努力。“本地上千家企业中，地震当
天有 90%停产。目前，已有 10%至 20%恢复
生产。好在一些大项目在这次地震中并未受
损，下一阶段，我们将邀请有关专家启动工
业企业产业振兴规划编制，重建后的企业将
着力增强效益、提高科技含量。”

“灾区生活恢复就能增强战胜
困难的信心”

4 月 28 日 16 点，雨越下越大，在宝兴县抗
震救灾应急市场，58 岁的余桂珍正在整理菜
摊。地震后第二天，这家小店就恢复了营业。

“菜价和地震前一样，小白菜 1.5 元一把，西红
柿 2元一斤，辣椒 4元一斤，苦瓜 5元一斤。”

余 桂 珍 家 在 眉 山 ， 到 宝 兴 卖 了 十 几 年
菜。她说，“我们户口不是宝兴县的，但也领

到了大米、方便面、罐头，不能忘了共产党
的好！今天从雅安市进了菜，到现在卖了
2000 元左右，跟震前差不多。”从雅安到宝
兴道路难行，经常发生断路塌方，运送成本
高了，但她坚持按原价卖，“大家都受灾了，
各地的人都支持灾区，我们绝不能昧着良心
卖高价。”这个市场里，卖调味品、蛋油等的
摊位都已营业。

宝兴县工商局局长张书刚最近一直在组
织市场恢复。他说，“今天早上统计的数字，有
40户农民自己出来卖菜，我们组织的蔬菜大户
有 8 家开业，销售 22 个品种的菜。今天还没有
猪肉，明天会组织 1000 斤新鲜猪肉，达到震前
70%的水平，我们已经组织落实了宰杀场地，
做到当场检疫，让灾区群众吃上放心肉。今天
晚上，我就去雅安市组织菜源。”

在张书刚看来，震后应急市场的恢复是
灾区生活恢复正常的标志。只有让百姓能买
到生活用品，他们才会感觉“生活还要继
续”，“虽然我们受灾了，但不能等靠要，要
积极生产自救。灾区生活恢复就能增强战胜
困难的信心。”

四川省商务厅 4 月 29 日发布，根据对雅

安地震灾区以及芦山、宝兴、天全等重灾县
监测，灾区生活必需品价格目前保持基本平
稳，牛奶、面粉、大米、食用油等供应充
足。同时，物资流通和销售环节正逐步打
通。据统计，雅安市受损商贸流通和服务业
网点数约 49547 个。截至目前，全市恢复商
贸流通和服务业经营网点已达 35189个。

雅安是大熊猫之乡，也是川西旅游环线
的重要门户。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雅安
碧峰峡基地距离震中不到 30 公里，国宝大熊
猫的安危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地震中，该基
地 61 只大熊猫没有伤亡，只有圈舍轻微受
损。部分大熊猫在地震中受到惊吓，经过基
地实施的“爱心饲养”，如今已恢复到正常状
态，但目前暂未对外开放。

打好熊猫牌、生态牌，打造国际生态旅游
城市是雅安市的目标。目前，当地已完成市本
级及各县（区）旅游基础设施和旅游产业项目
的灾后恢复重建和发展、提升项目编制汇总工
作，雅安旅游的重建工作将尽快展开。

太阳每天都要升起，经历灾难的雅安人
正慢慢走出阴影。他们坚韧不拔，共同为重
建家园作出自己的贡献。


